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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10年，县委、县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发展这一主纹，全面

推边改革开放，经济规模逐年壮大，经济结构日趋合理/-'-民主活水

平大幅提高 。 2010年，全县地区主产 ，是 1直这至~190.98亿元，是1986年

的43.7悔.人均地区生产，是1直20658元，是1986年的37.4恪.实现地方

财政收入5.53亿元，是1986年的46恪;全社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8.1

亿元，是1986年的3832恪.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2.3亿元，是1986

年的 37.3倍 。 全县职工年平均工资由 1986年的 1312 元士曾为口到 2010年的

28087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 1986年的 322 元士曾为口到 2010年的 6665

Y巳 。

真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全县经济体制发主立深刻变

革，完成立由计划经济为主体后1 市场经济为主体的转变，全县经济结

构产业比例日趋合理，二--:欠产业士曾为口 1直在经济 ，运量中的比例由 1986年

的 64:15:21. 发展到2010年的14:51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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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编 经济总情

第-章经济指标

1986-2010年，全县经济飞速发展，各项 加0.87倍，年均增长13.39毛 。

经济指标均有很大幅度的提高 。 2010年与 1986

年相比，全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加36.4倍，

财政收入增加44倍，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

加3857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加36.3倍 。

第一节综合经济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

财政收入

1986年全县实现地方财政收入0.12亿元，

1997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23亿元， 2005年实

现财政收入2.31 亿元， 2006年实现财政收入

3.01亿元， 2010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5.53亿

元， 2010年比 1986年增加 45倍，年均增长

16.59毛 。 其中七五"期间年均增长10.2% ，

"八五"期间年均增长 13.2% ，九五"期间年

1986-2010年是费县经济快速发展的 25 均增长 14.0% ，十五"期间年均增长 10.4%，

年 。 1986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为 4.37亿元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19%。

1992年突破 10亿元(达 10.32亿元)， 2∞5年突

破 100亿元(达 102.20亿元)， 2010年达 190.98

亿元，是 1986年的43.7倍，按可比价格计算，

年均增长 17.859毛 。 2010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0658元，比 1986年增加 36.4倍，年均增长

27% 。 按阶段分七五" (1986-1990) 末

比"六五" (1981-1985) 末增加0.4倍，年均

增长 6.969毛八五" (1991-1995) 末比

"七五"末增加2.56倍，年均增长28.9%; 九

五" (1 996一20∞)末比"八五"末增加0.75

倍，年均增长 1 1.8%; "十五" (2001-2005) 

末比"九五"末增加1.3倍，年均增长 18%;

"十一五" (2006-2010) 末比"十五"末增

固定资产投资

198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56万元;

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8.1 亿元，

比 1986年增加3831倍，年均增长39% 。 其中，

2010年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9.5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86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5亿元 2010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2.3亿元 ， 是 1986年的46倍 。 其中七五"

"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五个期

间年均增长分别为 10.4%、 23.6% 、 9.39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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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9毛、 18.9% 。

第二节农业经济指标

1986年，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4.69亿元;

1993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10.62亿元 1995年，

实现农业总产值12.99亿元 2004年，实现农业

总产值32.01亿元 2007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43.19亿元 2010年，实现农业总产值53.95亿

元，比 1986年增加 10.5倍。其中七五"期

间年均递增7.56% ， "八五"期间年均递增

9.729毛"九五"期间年均递增7.60% ， "十

五"期间年均递增7.86% ， "十一五"期间年

均递增 12.6% 。 在2010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

业、林业、牧业、渔业、服务业分别完成总产

值36.78亿元 、 1.34亿元、 12.4亿元 、 1. 16亿元 、

2.27亿元 。 与 1986年相比 ， 种植业增加 1 1.56

倍 、 林业增加6.20倍 、 牧业增加 13 .40倍、渔业

增加 34.3倍 。 2010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

1 1.6万公顷，比 1986年减少1.74万公顷 。 总产

4 1.07万吨，增加 8.25万吨，年均增长0.9% 。

2010年，全县棉花种植面积 1597公顷，比 1986

年增加 1534公顷，总产 19.4万公斤，增加 16.2

万公斤。 2010年，花生播种面积2.32万公顷，

比 1986年增加1.03万公顷;总产 1063 1. 3万公

斤，比 1986年增加6931.3万公斤 O 蔬菜、瓜类

总面积达到1.09万公顷 比 1986年增加0.83万

公顷;总产60.88万吨，比 1986年增加60.78万

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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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工业经济指标

1986年，费县实现工业总产值1.68亿元;

1992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0.96亿元 1995年，

实现工业总产值50.53亿元 2004年，实现工业

总产值103.50亿元 2007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260.87亿元 2009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03.11

亿元 201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48.05亿元 。

比 1986年增加265.70倍，年均增长259毛(不变

价) ，同年，全县规模以上企业发展到389家，

实现工业总产值393亿元， ，增加值89.5亿元 ，

销售收入394亿元，利税33.6亿元(其中利润24

亿元) 。

第四节商业贸易指标

1986年，全县有各类商业机构5342个，从

业人数1.59万人(其中，个体有证商业4049个，

从业人数6977人)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5亿元 。 1990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2.2亿元，比 1986年增长63% ，年均增长

10.3% 0 1991年后，深化商业体制改革，全县

逐步形成国有、集体、私营、个体等多种经济

成分共同发展的市场新格局 。 1995年，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3亿元 。 其中国有商业占

30% ，集体商业占8%，分别比 1990年下降10个

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 。 个体 、 私营及其他商业

由 1990年的 279毛上升为62% 0 九五"期间 ，

非国有制经济增长加快 。 2000年，全县个体 、



私营工商业户实现营业收入2.62亿元 。 全县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亿元 。 其中，个体私

营工商业占260岛，比 1995年下降7个百分点;国

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占34% 比 1995年上升4个百

分点 。 2005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6.2亿，其中，固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占比 13lJ毛，

集体经济占比 14lJ毛，全县个体、私营工商业和

其他经济实现收入 19.4亿元，占比63%0 2010 

电战 A ‘ 唱ir..'::一

第十三编经济总情嗡噩噩噩

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3亿元，

比 1986年增加45.1倍，年均增长 17.04%。其中，

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实现营业收

入24.9亿元;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

经济和其他经济)实现营业收人37.4亿元，占

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60%，比"十五"末

下降3个百分点，增加1.93倍，年平均增长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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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一2010年费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统计表(一)

表 13-1

X 地区生产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地方财政收入

总值 增加值 增加值 增加值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万元)

1986 4.37 2.81 0.65 0.90 1228 

1987 4.94 3.05 0.94 0.94 1717 

1988 6.06 3.72 1.26 1.09 2278 

1989 5.93 3.19 1.45 1.29 2244 

1990 7.11 3.81 1.70 1.60 2792 

1991 8.06 4.05 1.96 2.05 3099 

1992 10.32 4.75 3.27 2.30 3546 

1993 14.74 6.37 4.73 3.64 6565 

1994 19.93 8.92 7.05 3.96 3834 

1995 24.80 10.65 9.35 4.80 5794 

1996 29.64 12.57 10.81 6.26 7959 

1997 32.87 11.90 12.47 8.50 9756 

1998 35.53 11.90 14.07 9.56 11679 

1999 39.50 12.38 15.50 11.62 12698 

2000 44.22 12.56 18.1 9 13.47 14478 

2001 49.72 13.13 20.6 15.99 16730 

2002 56.18 13.58 23.9 18.7 15312 

2003 65 .40 14.62 29.8 20.98 17011 

2004 78 .14 14.61 37 .42 26.11 17326 

2005 102.20 18.79 53.38 30.03 23026 

2006 117.03 20.01 61.46 35.56 30013 

2∞7 142.06 22.33 73.7 46.03 35162 

2008 147.14 24.11 77.61 45 .42 38177 

2009 164.20 25.75 83.84 54.61 46006 

2010 190.98 27.68 97.3 66 5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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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编 经济总情 通E
1986-2010年费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统计表(二)

表 13-2

:xL 金融机构年 年末储蓄 金融机构年 职工年 城镇居民
农民年人均

末存款余额 余额 末贷款余额 均工资 可支配收入
纯收入(元)

(万元 ) (万元) (万元) (元) (元)

1986 7449 1809 13143 1054 322 

1987 17817 3248 33120 1083 357 

1988 9935 2793 18236 1312 422 

1989 10146 2621 21024 1584 396 

1990 25406 9434 19568 1568 462 

1991 21328 15650 30488 1721 509 

1992 22880 16585 34480 2123 575 

1993 37971 31242 41594 2369 751 

1994 81545 72020 74273 2852 1119 

1995 105024 90714 90969 3389 1508 

1996 138460 116381 113542 3773 3558 1863 

1997 161010 140907 127740 4156 4261 1958 

1998 182038 151738 137171 4822 3857 2106 

1999 197980 162157 146718 5991 4196 2202 

2000 211722 169245 138618 6708 4712 2232 

2∞1 230410 186958 143871 7581 4775.03 2323 

2002 269277 2099∞ 1667∞ 8423 5998.7 2448 

2003 297701 235826 199122 8939 6478.7 2636 

2004 3569∞ 277963 197∞o 9744 7021 3035 

2005 425400 308300 285800 12006 7980 3520 

2006 485600 3940∞ 519300 13686 9056 3955 

2∞7 575600 4659∞ 648400 17676 12081 4619 

2008 705900 575100 700400 20489 13000 5282 

2009 870200 6923∞ 784800 24058 13600 5796 

2010 1034αm 8240∞ 841000 28087 14200 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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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节产业结构

1986年，费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居第一

位，一产、二产、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是2.81

亿元、 0.65亿元、 0.90亿元，三次产业比例为

64.5 : 14.9 : 20.6 0 

1992年，一产、二产、 三产业增加值分别

是4.75亿元、 3.27亿元、 2.30亿元，二、三产业

合计增加值首次超过一产业增加值，三次产业

比例为46.0 : 31.7 : 22.3 。

1998年，一产、二产、三产增加值分别达

到 1 1.90亿元、 14.07亿元、 9.56亿元，二产业增

加值首次超过一产业增加值，三次产业比例为

33.5 : 39.6 : 26.9 0 

2000年，一产、二产、三产业增加值分别

达到 12.56亿元、 18.19亿元 、 13 .47亿元，三次

产业比例为28.4 : 41.1 : 30.5 。

2010年，一产、二产、 三产增加值分别

为27.68亿元、 97.30亿元、 66.00亿元，三次产

业比例为 14.5 : 50.9 : 34.6 。 费县经济结构得

到优化，呈现出第二产业为主体、第三产业

加快提升、第一产业稳步发展的态势 。 被评

为"全国核桃产业十强县"全国经济林产

业示范县全省烤烟强县"。 建设了国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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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

县电厂、新时代药业、沂州水泥、中粮油脂

等大项目 。

第二节投资结构

1986年，费县全民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196万元，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完成414万元，城

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5万元，

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8万

元，全年总投资 1203万元 。 1990年，全县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 17个，全民基建项目 11个，更新

改造项目 3个，城镇集体项目 3个，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102万元 。 其中 全民单位基本建设投

资完成695万元，企业更新改造投资254万元，

城镇集体单位投资153万元。

2000年，全县抓增加投入，扩大内需，积

极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投

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12.91亿元 。 全县工业企业共有的个，其中

内资企业55个，合资企业5个，外资企业3个 O

完成建筑行业总产值3.07亿元，竣工房屋面积

14.51万平方米O

2010年，全县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持续优

化经济结构，以建设生态费县为目标，精心打

造临沂卫星城和构建新型工业重地 、 品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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